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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项目快速推进农业产业项目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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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全力推动“农业产业突破年”建设

村村““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紧锣密鼓对接农户紧锣密鼓对接农户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为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关于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决策部署，

推动“基层建设年”工作取得实效，今年梅河口

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相继召开

了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

民收入、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动员会议，把

2022年确定为“农业产业突破年”，明确提出农

村产业发展是今年农村工作的核心要点，要大

力实施“双万双千双百双十”工程。

“双万”即发展1万个家庭农场、1万户庭

院经济示范区，“双千”即建设 1000亩冷棚和

1000亩暖棚，“双百”即养殖100万头品牌猪、

100 万只品牌笨鸡，“双十”即种植 10 万亩蔬

菜、养殖10万头牛。

总体目标是推动农村经济超常规、跨越式

发展，在“十四五”时期甚至用3年左右时间，

实现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两个翻番”，分

别达到100亿元和50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3万元，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为推动农业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梅河口市

委、市政府根据乡镇产业特点和部门优势，重

新调整了市级领导和部门联系包保乡村振兴

工作机制；制定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农村市

场主体加快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关于

全市农业产业项目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和

《梅河口市选派村“第一书记”和对接农户干部

实施方案》。

同时，以股级干部为主体，在全市范围内

选派1000名机关干部下乡对接1727户有产业

发展意愿的农户，打造高质量乡村振兴“一线

力量”。村“第一书记”负责指导村党支部落实

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和党的建设工作，主要承担

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

为民办事服务“四项职责”。对接农户干部负

责帮助农户谋划产业项目，创立合作社或家庭

农场，引领农户向市场主体转变。

从3月26日开始，梅河口市领导带头深入

包保乡镇、对接农户。4月1日，全市102个包

保部门、303个村“第一书记”、1000名对接农

户干部已经全部完成对接。

大家带着满腔热情、资金项目、思路规划，

帮助农民细化致富清单，力争形成“一村一品

一特色”发展态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发

展模式，以村“第一书记”的优势补齐村级党组

织发展“短板”，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并紧盯

“双万双千双百双十”目标，积极谋划和落实在

每个乡镇打造一个5000亩蔬菜种植基地，建设

一批“牛屯”“牛村”；在每个村领办创办1个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引导农民创办5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培育20个以上家庭农场和14户以上

种植养殖个体户，发展3000只品牌笨鸡养殖等

目标任务。

目前，各项目标和任务已经具体落实到

镇、到村、到户、到人，形成了完成目标的方案

和路径。下一步，将由市纪委监委和市委组织

部组成的 4个监督检查组对照目标任务每周

开展一次督导检查，确保“农业产业突破年”建

设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最近一段时间，山城镇保兴村

村部十分热闹，前来申报产业项目

的村民络绎不绝。自从梅河口市委

书记、梅河新区党工委书记王爱明

作为村“第一书记”，连续多次驻村

调研，为村民做动员、讲政策、落项

目后，打开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思

想、眼界。

“我想发展养牛业，但有力气没

资金，只能干着急。王书记来了之

后讲解惠农政策、解决筹资渠道，我这心里也落了

底。”保兴村村民丁保仁感慨道。

这几天，伴着夏日暖阳，梅河口市山城镇的农业

产业项目也随之快速推进。

今年，山城镇重点打造一批产业项目专业村。发

展保兴、河南、五里堡等10个蔬菜种植专业村，推动

蔬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完成1.8万亩，计划

秋季早毛豆、黏玉米成熟后，还能种植2200亩秋白

菜；发动农户积极开展品牌笨鸡养殖，保兴、二泉眼等

8个村养殖规模突破5000只，全镇落实品牌笨鸡10

万只；协调养殖用地，扶持打造保兴、大安、小湾、头八

石等9个肉牛繁育养殖村，现已确定养殖3100头，年

内达5000头；打造一批庭院经济示范村。引导4300

个农户，利用庭院栽植土豆、白菜、茄子等1400亩，把

蔬菜种植和笨鸡肉牛养殖共同培育，确保全年家庭农

场突破800户，目前已办理710个。

5月9日一大早，二龙村党支部书记宫振来到地

里查看10几天前栽植的土豆长势，然后又到其他村

民家中督促庭院蔬菜种植落实情况。

宫振告诉记者，他家今年带头栽种了50亩土豆，

就是想起示范引领作用。

据介绍，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山城镇今年还做

优绿色水稻规模，巩固2300亩绿优米基地与11个千

亩大户种植规模，合作打造兴安湖千亩泉水优米种植

基地，同时建成200公顷全市优米品牌种植主产区。

立足全镇现有的600亩棚膜产业，用好省市奖补政

策，推动食用菌国家级产业强镇升级。扩大350亩香

菇种植园区，通过补贴政策撬动金星、西花园等村，开

展蔬菜、灵芝、养殖等产业进棚膜，并在金星村再建一

个30亩冷棚种植基地。同时，引进沈阳客商投资3亿

元在大湾村兴建省内最大的1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

目前已完成了300亩土地流转，正在开展园区设计。

扩大年出栏60万只大湾吉育养殖场规模，正在筹建2

座标准养鸡车间，养殖规模扩大到80万只。

在镇政府免费发放鸡雏等政策的鼓励下，东花园

村四组返乡青年杨宇翔最近几天忙得不可开交，选购

原材料、修路，在朱家沟西山自家承包的130亩山林

空地里筹建鸡舍，杨宇翔干脆“全家总动员”，父亲和

弟弟也来到山上帮忙。杨宇翔告诉记者，目前已投入

5万元，计划筹建10个鸡舍，养笨鸡5000只。

为了鼓励更多村民发展产业项目，山城镇有序释

放产业扶持政策，主动与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平安保

险对接，落实肉牛养殖、蔬菜种植贷款政策。目前，3

家银行已发放贷款3500万元。与政数局对接协调，入

村为农户办理家庭农场、个体种养大户执照，确保农户

顺利申请贷款。同时，聘请8名种植、养殖“土专家”，

结合土壤、气候等特点，指导农户科学种养，破解难题，

消除农户后顾之忧，最大限度实现产业增收目标。

夏花争艳，沃土赋能。

入春以来，新合镇按照“一村一品、一屯一特色、一镇一支柱”的工作要

求，精准谋划，重点打造肉牛养殖支柱产业，发展韭菜种植、品牌笨鸡养殖

等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和市场主体培育，千方百计谋划农民

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今年，梅河口市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出台后，更加鼓舞了农民发展产业

增收致富的激情和信心。为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新合镇计划发展优质玉

米6.79万亩，发展绿优水稻1.8万亩，发展林果栽植316亩。16个村均发

展蔬菜种植，总量达6300亩。全镇发展土豆、白菜、甜玉米栽种植各1000

亩以上。茂林村新发展韭菜种植200亩，总面积达300亩，其中，日光温室

大棚韭菜种植7栋，产品销售到吉林、延边、白山等地。

新合村二组村民白喜成这几天几乎“长在”自家温室大棚，眼瞅着3个大棚

的黄瓜上市销往梅河口当地及辉南县，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和9户村民联合成立了合作社，重点发展棚膜经济，目前，占地170

亩的棚膜都已经种上了西红柿、香瓜、茄子、辣椒，用不了多久，就能看到沉

甸甸的收获了！”白喜成露出了满脸喜悦。

在发展畜牧养殖产业上，新合镇重点推进投资4.3亿元的黑山村皓月

肉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建成后年可出栏肉牛1.2万头。得胜、黑山等7个

村重点推进肉牛散户养殖，现有散养肉牛1384头，计划新发展3757头，全

年肉牛发展到5000头以上。

经过镇里与各包保部门、第一书记和农户对接干部，通过走村入户，积

极宣传各项惠农政策，还有14个村1240户申报了品牌笨鸡养殖10万只。

发展农业产业，村民看干部。5月10日上午，茂林村党支部书记纪宝

发带领30多位村民，在承包的农田里种植韭菜。这两天将新种43亩韭菜。

旁边9栋大棚4月中旬种植的30亩韭菜已长出齐刷刷的绿苗，还有5栋香

瓜用不上一个月就能上市。

纪宝发告诉记者，全村目前发展韭菜种植户200户，共种植韭菜300亩。

明后年，可产两茬韭菜，效益那是相当可观了。

走庭院经济之路也是新合镇今年的重点，全镇预计发展种植养殖庭院

经济户2600户。茂林、东兴等7个庭院经济试点村主要栽种植土豆、白菜、

甜玉米、韭菜、香瓜等，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700户以上。

“让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真正做到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同

步，农民乐享美好生活愿远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纪宝发底气十足。

沐浴着初夏细雨，海龙镇蔬菜种植、肉牛养殖、品

牌笨鸡、庭院经济四大农业产业项目像盛开的鲜花，

“一村一特色”绽放村屯。

3月以来，海龙镇紧紧抓住“双万双千双百双十”

工程任务，党政领导分片包保农业产业项目落实，

干部下沉，村“两委”干部全员参战，实现了领导干

部人人有分工，中层干部人人有包保，所有干部人

人有责任。挂图作战，倒排工期，采取一周一调度，

一周一排名，一周一通报的办法深化农业产业项目

务实推进。

为全力实现“一村一特色”，海龙镇分类施策，重

点打造“牛村”“牛屯”、庭院经济特色村屯、棚膜经济

产业带和大田蔬菜种植基地，镇政府为养殖户、种植

户提供启动资金，农户热情高涨。

东吉村现有肉牛养殖户62户，已经开始搭建牛

棚、采购心仪品种牛、购买饲料，年内将新增肉牛217

头，全村达到肉牛养殖492头。

5月10日，在正义村一组种猪繁育基地，养殖大

户奚洋洋正在督促施工。这个投资5000万元创办的

标准化种猪繁育场，每天有4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抢

进度，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建成后预计养殖能力

可达种猪存栏量1万头以上，出栏量达2.3万头。奚

洋洋告诉记者，猪场预计10月末投入使用，同时还准

备扩建一期牛舍6栋。

今年，先锋村发动群众利用庭院种植蔬菜，实现

全村469户庭院经济全覆盖，利用农户房前屋后的园

子地，提升家庭收入。

在镇政府政策鼓励下，先锋村二组村民柯万义积

极采用保护地膜种植豆角1.7亩，正在打垄、做温床，

适时准备播种。柯万义说，有镇里农业部门做技术指

导，全村已有200多个农户种豆角，7月下旬后还能种

白菜，多方面提高收入。

据统计，海龙镇计划完成蔬菜种植面积5217亩、

养殖肉牛5000头、新增品牌笨鸡6万只、发展庭院

经济示范户926户。眼下，蔬菜种植已经全部落实

到位，正组织农户整地备种；肉牛养殖现已落实

4029 头，其中现存栏 1816 头，自繁预计新增 988

头，外购预计新增 1400 头；品牌笨鸡落实 6.27 万

只，养殖户1256户，其中养殖500只以上的达到27

户；庭院经济示范户已全部落实到位，其中种养殖

户896户，特色庭院经济户30户，累计办理注册家

庭农场363户。

进入3月以来，曙光镇积极组织开展百名机关、村组干部大走访、

大宣传、大帮扶活动，15个入村工作组相继走进全镇3000余户农户家

中，开展宣传、调研和帮扶工作，将各项优惠政策宣传到每家每户。镇

村干部常态化对接帮扶农户，形成责任清单，挂图作战，调动了农户发

展产业的积极性。

5月9日，西太平村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庭院里上百棵海棠树绽

放花朵，馨香扑鼻。

种植大户姜连武带领村民正忙着在果树地除草。庭院旁10栋大

棚里的绿色水稻秧苗长势喜人。

“合作社今年投资1000万元扩大1200亩水田，全部种植有机水

稻。同时，又种了5亩吊秧香瓜，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们已经做好大干

一场的准备了！”姜连武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

今年，曙光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新建高标准民宿25

个，西太平村与旅发集团合作建设能容纳百人就餐的“农村大食堂”项

目。与此同时，围绕曙光动植物科普园、艺苑景淳园、曙光生态园等观

赏、采摘、科普旅游资源，打响“曙光一日游”品牌。

曙光镇还将庭院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大白菜产业上，聚力打造

东太平村、西太平村、永富村大白菜特色村，每个村利用房前屋后

庭院及自留地种植 300 亩大白菜。一部分鲜菜与超市签订收购

合同，兜底收购投入市场；另一部分由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收储，租

用闲置农房建设酸菜池和酸菜缸，腌制酸菜再投入市场销售，实

现村集体和农户双增收。除此之外，结合各村自然特点和产业特

色，打造一批特色村和专业屯，秋葵、甜玉米、笨鸡、紫叶苏子等特色

产业村。

安乐村三组养鹿专业户贾海磊，在政府鼓励下饲养鹿，目前存栏

梅花鹿60头，实现年收入40万元。看着政府派技术员定期做防疫，还

帮助提供贴息贷款，贾海磊又动起了扩大规模的“心思”。

一个个项目的落地生根，将孕育起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曙光

镇各类农业产业项目推进顺利，蔬菜种植产业落实种植面积6000亩、

经营农户1126户；肉牛养殖产业落实养殖户205户、养殖数量2300

头；品牌鸡养殖落实养殖户648户、预计全年养殖数量47000只；庭院

经济发展落实专业户1748户。

5月9日下午，吉乐乡挑参沟赵洪波家庭养牛场，工人们正忙着打

料准备喂牛，山坡上的牛群在悠闲惬意地倒嚼儿。

“从最初的5头发展到现在存栏53头繁育母牛，乡里给免费买了保

险，眼下30头母牛怀孕待产。这路子，是走对了！今年，我还准备饲养

育肥牛，乡里正帮着协调农村信用社贷款。你看，政府啥都替咱想，说

啥也得大干一场。我想好了，年底增加200头育肥牛，带着村民一起养

牛致富。”说起自己的养牛事业，赵洪波满是憧憬。

今年入春以来，吉乐乡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双万双千双

百”目标，将产业项目落到每家每户，推进“一村一品、一屯一特色、一乡

一支柱”建设进程。

制定产业项目落实清单，发挥乡、村两级干部引领干、带头干作用，

以果蔬种植、肉牛养殖、庭院经济、温室大棚、精品民宿等为产业发展方

向，加快项目落地生根。

刚刚吃过午饭，吉乐村三组村民王寿廷走进地里查看五一前栽下

的土豆，看看发没发芽。

王寿廷今年栽种了200亩土豆，还有100亩种其他蔬菜。

据统计，吉乐乡现已注册274个市场主体，计划组建庭院经济合作

社10个，可带动农户800户，种植面积500亩，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计划建设温室大棚100栋、冷棚100栋，主要采取“公司+农户”模

式。目前，已完成项目选址，正在与农业部门对接开展项目前期工

作；发展“吉兴小细腿”品牌笨鸡，现有5000只规模，预计年底发展到

2.3万只；打造吉庆村和卧龙村3个笨鸡屯，带动全乡农户580余户，

户均增收5000元；全年存出栏肉牛3500头以上，计划明年达到5000

头规模；全乡落实土豆、西瓜、白菜、水果萝卜、刺老芽种植面积共计

5100亩。

此外，打造鸡冠山精品民宿，与城源集团达成合作意向，谋划建设

知北村·山居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已完成项目初步规划设计。通过

务工、发展农家乐等方式带动农户30户，户均可增收2万元以上。

“我们力争用3年时间，将吉乐乡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林果产业示

范乡、水果萝卜种植特色乡、生态养殖产业引领乡，实现农民人均年收

入3万元以上。”吉乐乡党委书记翁立军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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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出乡村美丽新画卷织出乡村美丽新画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郭树仁郭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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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让百姓““钱袋子钱袋子””鼓起来鼓起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郭树仁郭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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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驱动项目落地生根多元驱动项目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郭树仁郭树仁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吉
乐
乡

产业助农引领致富路产业助农引领致富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郭树仁郭树仁

山城镇进行水田插秧前整地。
新合镇村民在蔬菜大棚内除草。

新建牛棚正在施工。

新合镇韭菜种植基地。

大规模养猪场火热施工中。

养鹿专业户正在给梅花鹿喂食。

旅游带动民宿发展


